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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晨讀十分鐘活動對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動機和閱讀行為的

影響。以台中縣某國小二年級的兩個班級為研究對象，一班為實驗組（28 人），

在早修時間進行晨讀十分鐘活動，另一班為控制組（26 人），在早修時間進行導

師時間活動，實驗處理時間為每天早修十分鐘，每週五天，為期十五週，總共

750 分鐘。 
研究者以自編之「閱讀動機量表」與「閱讀行為量表」為研究對象進行前、

後測，以量表前測分數為共變項，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共變數分析，比較兩組學

生的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研究者並自行設計「晨讀活動回饋單」，以瞭解學童

對晨讀十分鐘活動之看法。  
研究結果得到主要結論如下： 
1.晨讀十分鐘活動有助於提升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動機。 
2.晨讀十分鐘活動對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行為之影響無顯著差異。 
3.晨讀十分鐘活動對男童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助益高於女童。 
4.接受晨讀十分鐘活動之學童，其實際閱讀狀況有正向改變。 
 
關鍵字：晨讀十分鐘、閱讀動機、閱讀行為 



 
 
 
 
 
 
 
 
 
 
 
 
 
 
 
 
 
 
 
 
 
 
 
 
 
 
 
 
 
 
 
 
 
 
 
 
 
 
 
 
 

 

王炳欽、許君穗 

幼兒教育研究(第二期)，2010.06 

74 

壹、緒論 

在近來的報章雜誌中，常可看見各個先進國家對於評鑑一個國家之競爭力皆

以閱讀能力為一重要指標，柯華威（2006）認為閱讀是最實際的能力，因它是學

習的基礎，擁有閱讀能力的人，也才有自己學習的能力，閱讀能力對於孩子的學

習是重要關鍵。若孩子學會了閱讀，感受到閱讀的樂趣，可能就會期待到校學習，

陳竹水（1995）認為語文閱讀能力被視為各科學習之母，且已被驗證可以影響個

人其他科目的學習。洪蘭（2007）認為閱讀是一種習慣，需要誘導；但要如何引

發孩子的閱讀動機，甚或養成閱讀的習慣，成為家長、教師及各個教育相關機構

所投注的目標。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國際教育評估協會」（IEA）主導的一項「國際閱讀素養調查」（PIRLS）

中，除對於國小學童的閱讀能力檢測外，也對學童的閱讀動機及閱讀行為作檢

測。另根據國際閱讀協會研究指出，孩子養成主動閱讀、獨立閱讀的習慣，是培

養學習能力的重要基礎。而從美國、日本到韓國的閱讀推動經驗中發現，「晨讀

十分鐘」運動已被證明是養成中小學童主動、獨立閱讀習慣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天

下雜誌編輯部，2007）。 

南美英（2007）提出在學校中推動「晨讀十分鐘」的閱讀活動，可以改變學

童的學習意願與能力。這樣結果讓研究者燃起若將「晨讀十分鐘」的閱讀活動在

服務的學校中推動，是否也能引起孩子的閱讀動機以及閱讀行為的改變，此即研

究者研究動機之源起。 

孩子閱讀能力的發展，在哈佛大學教授夏爾（Chall，1983）的研究中，以六

個階段來描述兒童學習閱讀的歷程，並將此六階段分成兩大部分，即為「學習如

何讀」，和「透過閱讀學習知識」（柯華葳，2006）。基本上，國小三年級以前的

學童學習閱讀，而後的學童可以漸漸透過閱讀學習。閱讀的學習應及早開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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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此研究中，就以學習較國小一年級穩定的國小二年級學童為研究對象。基於

上述動機，本研究有以下幾個目的： 

（一）探討晨讀十分鐘對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動機的影響。 

（二）探討晨讀十分鐘對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行為的影響。 

（三）探討晨讀十分鐘對學童實際閱讀狀況之影響。 

 

二、研究問題 

（一）接受晨讀十分鐘活動之學童與未接受該活動之學童，其閱讀動機有無差

異？ 

（二）接受晨讀十分鐘活動後，實驗組學童中，不同性別對學童之閱讀動機在活

動前後是否有差異？ 

（三）接受晨讀十分鐘活動之學童與未接受該活動之學童，其閱讀行為有無差

異？ 

（四）接受晨讀十分鐘活動後，實驗組學童中，不同性別對學童之閱讀行為在活

動前後是否有差異？ 

（五）接受晨讀十分鐘活動之學童中，學童之實際閱讀在活動前後是否有改變？ 

 

三、名詞釋義 

（一）晨讀十分鐘 

指週一到週五上學日之上午 7:30~7:40，讓學童安靜且自在的閱讀，圖書內容

為圖畫及文字搭配得宜、文字量適中、內容難易適合二年級學童者，類別包含語

文、科學、美術、社會等為原則，圖書來源由研究者向國立台中圖書館統一借閱，

數量為 140 冊，足供學童每人自由選讀及交換閱讀。 

（二）導師時間 

指週一到週五上學日之上午 7:30~7:40，由級任導師進行的聯絡簿的查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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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訂正、寫早修作業等非閱讀活動。 

（三）閱讀動機 

張春興（1994）認為動機是指引起個體從事某一活動，使個體維持已引起的

活動，並使該一活動朝向某一目標進行的內在歷程。「閱讀動機」則是指能引起

學童喜愛閱讀、主動閱讀，且維持閱讀活動的內在心理歷程。 

本研究以受試者在研究者改編的「閱讀動機量表」中所得的分數來代表學童

的閱讀動機，包含內在閱讀動機與外在閱讀動機兩個層面，分數越高表示其閱讀

動機越強。 

（四）閱讀行為 

張春興（1994）認為行為是個體進行某一活動，並維持某一活動的外在表現。

「閱讀行為」則是指學童從事閱讀的活動。 

本研究以受試者在研究者改編的「閱讀行為量表」中所得的分數來代表學童

的閱讀行為，包含閱讀頻率、閱讀時間、閱讀主動性與閱讀分享等部份，分數愈

高表示其閱讀行為愈良好；並輔以研究者自編之「晨讀活動回饋單」說明學童之

實際閱讀行為。 

（五）實際閱讀 

指晨讀活動結束後，學童填寫「晨讀活動回饋單」之結果，用以分析學童對

晨讀活動之感覺及對自我閱讀、學習的想法。 

 

貳、文獻探討 

一、閱讀與晨讀十分鐘的理論 

國內外學者針對閱讀所做的研究眾多，因為大多研究顯示閱讀是大部分學科

學習的基礎，當閱讀發生困難時，不僅在其他學科的學習上將發生困難，甚至在

未來生活適應上也將產生困難，例如：看書報、雜誌、路標、地圖、信件等，這

些都是需要閱讀的（張嘉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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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在學習的歷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學童的閱讀成就表現，是學校教

學效能的一個重要指標，因閱讀在學校諸多課程中，扮演著學習基礎的角色，如

果閱讀能力不佳，影響的並不僅是語文學科方面的表現，更會影響到其他領域的

學習；閱讀是個人學習中不可或缺的工具之一，而閱讀的流暢程度影響著個體能

否在學校教育中成功的學習 (Wigfield & Guthrie, 1997；蘇宜芬，2004)。吳清山、

林天佑（2002）亦指出兒童的閱讀能力與未來的學習成就有密切的關係，兒童的

閱讀經驗越早、越豐富，則越有利於各方面的學習。 

黃金茂（1999）提到，6 歲到 12 歲（即國小階段）是兒童閱讀的豐沛期，

是培養閱讀能力與習慣的關鍵時刻，此時期的兒童就如同一塊海綿，遇水即吸，

閱讀不限題材，不限類別，凡是新鮮的、有趣的，他們都喜歡。前教育部長曾志

朗（2000）也提到，閱讀也是目前所知唯一可以幫助人類吸取新經驗以替代舊經

驗的最佳管道。對低年級的學童而言，正是大量識字的階段，閱讀有助於他們識

字與奠定閱讀的基礎，若是能早期培養閱讀習慣，對於學童未來獲益匪淺。根據

以上各學者所言，可知閱讀對於每個學童皆相當重要，且在國小階段愈早學會閱

讀並養成閱讀習慣，對學童愈有利。 

「晨讀十分鐘」是指每天早晨，在主要活動（例如：學習、工作）進行前，

先靜下心來，依據自己的興趣或喜好選擇有益的書籍，進行十分鐘的閱讀活動。

施教麟（2007）在＜晨讀十分鐘＞此書推薦序中提到：一日之計在於晨，「晨間」

是頭腦最清醒之際，而「十分鐘」為孩童專注力之極限。故若利用「晨間十分鐘」，

搭配其閱讀策略，當能引出學童閱讀興趣及養成閱讀習慣。 

從日本到韓國的閱讀推廣經驗中，「晨讀十分鐘」運動已被證明是養成中小

學童主動、獨立閱讀習慣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2008）。現

在許多父母擔心孩子不愛讀書，在學校，老師發現學童厭惡學習，會出現這些情

況，大部分是因我們沒有幫助孩子從小培養良好的閱讀習慣。南美英（2007）經

多年研究發現，在學校中實施晨讀 10 分鐘的活動，可以大大提高學童的學習和

閱讀興趣，使學童的學業成績迅速提高，另在寫作力、認識社會的能力、邏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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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力及語言表達能力等等都得到相當大的改善。 

根據日本 Sachiko Adachi (2001)之研究提出，日本人因其寫作系統是由平假名

及片假名組成，所以人們的識字率相當高，但卻未沒有因此提高其主動閱讀的讀

書率，故為增進日本學童的讀書率推動晨讀十分鐘的活動，且已有大約 5000 所

學校每天進行這個閱讀活動，讓原本秩序混亂的的班級中變得安靜、無學習意願

的學童在此十分鐘中有了學習；另提出學童並非不喜歡或排斥閱讀，而是沒有固

定的閱讀時間，若學校給予學童每天晨讀的閱讀時間，將有助於每天閱讀習慣之

養成。 

大塚笑子（2008）自 1988 年開始推行晨讀運動，從自己任職之高職學校的

一個班級開始，到目前全日本已有超過 25000 所學校進行晨讀活動，並提出晨讀

活動可以滋養孩子的心靈世界，讓師生、成績好與成績不好的學生之間開始有正

向溝通而使關係更加緊密；且提出晨讀四個原則：大家一起來、每天不間斷、從

自己喜歡的書開始，以及只要讀就好。 

南美英（2007）指出十分鐘可以讀一篇隨筆短文，孩子也可以讀一篇寓言故

事。從一開始只能看完半篇的孩子，經過每天看 10 分鐘的練習，一個月後這個

孩子就能讀完整篇。或者一開始只是看文字的孩子，但沒有理解整段文字意涵的

孩子，在經過一、兩個月後，書中的內容就會進入到孩子腦子裡。並認為長時間

閱讀當然更好，但對於某些孩子來說，可以忍受靜下來閱讀的時間不超過十分

鐘。人類從事某件事只要堅持三個月後會成為習慣，經過六個月後這個習慣便會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想甩都甩不掉。所以也曾經有學校推行每天三十分鐘的晨

讀，但是真正實踐率大大的降低，而其原因即在孩子的閱讀注意力無法持續到三

十分鐘這麼久。且晨讀的目的主要不是為了了解內容，而是為一天之學習活動所

做的熱身，所以只要十分鐘就足夠了。 

柯華葳（2008）從 2006 年「國際閱讀素養調查」（PIRLS）之結果中發現，

國小四年級學童「每天」擁有自己安靜閱讀的機會，比「每週一次」或「每月一

次」的學童成績高出許多；且將調查結果之學童分數以前 25％高分組及最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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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組比較其常做之校外課後活動，得知高分組學童在校外比較常從事與閱讀

有關之活動，而低分組學童則多進行與休閒娛樂有關的活動；從以上結果可以發

現學童若能擁有自己閱讀的時間，且每天不間斷，其閱讀能力及學習成就將有進

步。 

由上所述，一再證明了閱讀教育之初在於是否持續、不間斷的閱讀，當閱讀

的習慣養成後，慢慢的就能提昇學童的閱讀理解能力。 

 

二、閱讀動機的理論 

動機的基礎原因是「需要」，而「需要」是個體在生活中感到有所欠缺，而

力求獲得滿足的一種內心狀態；換言之，如果我們感到自己的知識、技能方面有

所欠缺，我們就會想辦法盡量去彌補（王惠、翁宇清，1994）。Gambrell (1996)在

美國國家閱讀研究中心（National Reading Ressarch Center，簡稱 NRRC）所做的研

究發現，優良讀者具有高度動機、策略、豐富知識和高互動性等特徵，顯示閱讀

動機和認知層面的考量在閱讀上一樣重要。一個閱讀活動應該包括閱讀動機的內

涵，張春興（1994）認為，動機是引起個體活動，並持續促使該活動朝向某一目

標的內在歷程；林建平（1995）提出閱讀動機為引起個體閱讀活動，維持已引起

的閱讀學習活動，及促使該閱讀活動朝向閱讀理解的目標進行的內在歷程。因

此，如何引起學童的閱讀動機，並持續維持閱讀習慣，是研究者最感興趣的一環。 

動機的分類中將動機分為內在動機與外在動機是最常見的一種分類方式（黃

馨儀，1992），周念縈（2004）認為內在動機指所包含的活動，為活動本身緣故

進行，內在報酬來自於活動本身，個人擁有極高控制權，外在動機指從事活動是

因某些目的而非自身的緣故，像是學業成績、榮譽榜、薪資、升遷等報酬皆是外

在的，因與活動本身無關，受他人控制。呂嘉紋（2005）指出內在動機會驅動一

個人外顯行為的表現，而完整的閱讀行為則應該包含內在動機和外顯行為兩個部

份。內在動機是指個體選擇從事某項活動的目的，是為了活動本身、為了自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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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趨力而去做，在沒有酬賞的情況下，也能夠自動自發的投入，甚至可以達到

忘我的愉悅境界，由此可知，內在動機在兒童閱讀的整體行為表現中，扮演著一

個相當重要的角色。反之，依賴外在動機的學童，並無法產生自發性的學習，一

旦外在誘因消失或是減弱了，其閱讀的動機便會跟著減弱。因此，「閱讀動機量

表」將閱讀動機以「閱讀內在動機」與「閱讀外在動機」兩個面向測量學童之閱

讀動機。 

除此之外，綜觀整個閱讀行為的形成過程，兒童閱讀的動機也可能直接或間

接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根據 Berglund (1991)研究結果顯示：提供自由閱讀的時

間、獎賞、讀給學童聽以及表露個人對閱讀的熱情，有助於提升學童的閱讀動機；

林見瑩（2002）亦提出強制性的讀書報告、不當的作業、提供較少的閱讀機會等，

則會減損學童的閱讀動機。故在本研究中，著重於提供學童在無壓力且快樂輕鬆

的狀況下閱讀。 

 

三、閱讀行為的理論 

Bandura（1978）指出個體的行為通常是依循「交互決定」的原則，亦即行為

是個人與環境特性之間的交互作用，及與個人對自己行為的思考和判斷所交織而

成的。張春興（1994）認為在社會環境中，環境因素、個人對環境的認知、以及

個人行為三者，彼此交互影響，最後才確定學到的行為。 

因動機與行為是相對的概念，心理學家把動機解釋為行為的內動力，或將動

機解釋為行為的內在心理原因，故動機需根據動機引起的行為及行為的表現方法

去推理以做測量。而行為可以學習而得，學習是經由練習或經驗，使個體的行為

產生較持久的改變的歷程。學習不但是個體行為改變的歷程，同時它本身也就是

一種行為（梁志宏等人，1991）。一般人們產生閱讀活動，通常先有了閱讀動機

之後，才會引起閱讀行為，所以學童若先有了內發的閱讀動機，才有主動閱讀、

持續閱讀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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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讀行為是個體在本身的需求或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所產生，因此有許多的

因素都會間接或直接促使閱讀行為發生。Hatt (1976)指出閱讀行為的產生，需有

四個條件：1.讀者的閱讀能力-需具備有解讀文字的基本能力，且其能力會影響其

理解能力及選擇材料的傾向。2.資料的可得性-越容易取得的讀物，被閱讀的機會

越高。而資料的取得會受到讀物收藏距離遠近及所在位置到達便利性、讀物資訊

獲得的管道及是否可自由選擇等因素影響。3.環境狀況的影響-包含個體所處時間

空間及周遭人事的影響。4.閱讀的時間-其長短與閱讀的量及發生機率有密切關

係。林秀娟（2000）歸納閱讀行為的形成包含個體因素、他人因素和環境因素三

大類；個體因素包含性別、年級與智力等；他人因素包含家長、教師與同儕等；

環境因素則包含學校、圖書館與書店等。 

柯華葳（2006）認為閱讀的經驗會影響兒童的閱讀行為。兒童閱讀時，以其

字彙量的多寡，採取不同的策略認字；另一個因素是配合個人相關知識的廣度，

協助其運用較不會犯錯的策略，進行有效的閱讀活動。當兒童在閱讀中，運用正

確的策略，累積成功的經驗，便使他更樂於閱讀；反之，若累積許多失敗的經驗，

便對閱讀產生「習得無助感」，而不再喜歡閱讀，因此，兒童的閱讀行為會受到

其閱讀經驗的影響。 

 

四、晨讀十分鐘之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有關晨讀十分鐘之相關研究較少，但在校園中，已有學校全校實施

晨讀十分鐘之活動，亦提出了活動成果，以下就台北市萬興國小之成效說明；在

萬興國小校園中，二年級某班級級任教師葉慈方（2008）在開始實施晨讀一個半

月後，班上之愛心家長到校都嚇了一跳，因全班的學童都沈浸在閱讀的世界中，

雖然這些孩子只是二年級，但已有部份的孩子已經可以閱讀沒有圖畫的純文字

書。 

另外，台中縣霧峰鄉五福國小校長推動全校實施晨讀活動，在經驗分享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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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從實施「晨讀十分鐘」兩個多月以來，即發現孩子改變了，每天早晨到校

後，發現校園變得更安靜了，不再有孩子聊天、吃早餐、無所事事；因班級圖書

箱已經無法滿足孩子們的需求，故下課時間圖書館借還書相當踴躍，常常大排長

龍，這樣的效果令人震驚（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2008）。 

除了上述的例子，在各個縣市紛紛皆有學校或班級進行「晨讀十分鐘」的活

動，例如花蓮縣銅門國小三年級學童在校園中進行晨讀十分鐘的活動，不到一個

月，孩子漸漸會主動接觸課外讀物，和老師聊書本的內容；而台北縣樂利國小二

年級學童則利用晨讀十分鐘引起學童閱讀的興趣而可讓學童主動閱讀；苗栗縣竹

南國中一年級學童經過一個學期晨讀活動，讓學童的想法和習慣改變了，對閱讀

和寫作不再心生恐懼（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2008）。綜合其經驗分享，皆可發

現「晨讀十分鐘」對於孩子的閱讀態度、閱讀行為，甚至寫作、視野等方面有相

當大的進步。 

在日本 1996 年《學校讀書調查》的數字顯示，一個月連一本教科書、漫畫

之外的課外書都不看的學童，隨著年級愈高，比例也愈大幅增加。且在有閱讀習

慣的學童中，每個月看書的冊數也隨著年級愈高而愈減少。在某些學校開始推動

「每天晨讀十分鐘，愛看書的孩子就會呈現飛躍式的成長！」晨讀運動後，打造

了廣泛的影響力。到了 2003 年 6 月，日本《學校讀書調查》結果顯示，平均一

個月看課外書的冊數，小學童（四年級以上）增加為 8 本，創下歷年新高；中學

童是 2.8 本，高中生則為 1.3 本，都比以前進步（天下雜誌教育基金會，2008）。 

雖然目前對於晨讀十分鐘之研究仍不多，但從已有實施之學校成果經驗中得

知，晨讀十分鐘對於提升學童之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是有正面效果的，因此本研

究之結果將可作為學校教師以及相關學術研究之參考。 

 

五、閱讀動機與閱讀行為之相關研究 

國內的相關研究部分，研究者搜尋出研究國小學童閱讀動機或閱讀行為為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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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主題者，將其研究結果歸納為三大類，分別為與性別、閱讀環境及教學策略有

關的研究。其結果與性別有關的研究中，李素足（1999）、黃馨儀（2002）及林

慧娟（2008）皆提及國小女生之閱讀動機、閱讀行為皆優於男生，而陳怡如（2003）

提到在兒童性別角色態度部分，會因個人閱讀行為不同而有所差異；另與閱讀環

境有關之研究中，張怡婷（2003）發現國小高年級學童會因為班級閱讀環境的不

同而有顯著差異，且在蔡育妮（2004）的研究中亦提出營造有利的閱讀環境，有

助於提昇學童的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最後在教學策略相關的研究中，郭春玉

（2004）發現後設認知閱讀策略教學教學有助於引發學童體認「閱讀之重要性」，

而趙維玲（2002）經研究發現 Booktalk 教學有助於提昇國小三年級學童的閱讀動

機並對其閱讀行為有正面影響。 

在國外的相關研究中發現，閱讀動機的強弱與閱讀理解能力之間的關係密

切，從 Mullen (1995)、Guthrie and Wigfield (1997a, 1997b)和 Taboada, Tonks, Wigfield 

and Guthrie (2009)等的研究發現，閱讀動機與閱讀成就、閱讀理解呈正向相關。

而在其他相關的研究中，如 Berglund (1991)等的研究也發現，當環境給予學童較

多自主權時，學童會有較高的閱讀動機；另外，在 Carr (1995)之研究指出以朗讀

的方式，可讓學童的閱讀動機及態度明顯提昇；Law,Yin-Kum (2009)則發現中國

學生認為當建構文字的意義以更加瞭解文章時，本身的動機是可能控制智力和能

力去學習與使用不同的閱讀策略以解決問題。另有研究指出閱讀書籍之種類及數

量、自由選擇等會影響學童之閱讀動機：Hollingsworth (1998)指出提供學生閱讀

材料之選擇可以增加學生之閱讀動機；而 Moser & Morrison (1998)亦認為提供學

生正式與非正式的閱讀分享時間，並提供學生大量的閱讀材料可以增進學生之閱

讀動機；另 Romeo (1999)則指出時常閱讀不同種類的書籍，可以增加學生內在動

機。 

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閱讀量等之研究部分，Guthrie and Wigfield (1997b)指

出，四、五年級兒童中，具有高閱讀內在動機的兒童，不僅其閱讀量較多，閱讀

的廣度也較廣；Ediger (1997)則發現對閱讀感興趣可以刺激學生想得更多；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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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 and Wigfield (1999)的研究中指出具最高閱讀動機的學生讀得最多，具最低

閱讀動機的學生讀得最少；而在 Guthrie, Wigfield, Metsala and Cox (1999)則發現閱

讀動機能預測閱讀數量。 

綜觀以上之研究，較多重在閱讀策略之教學對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影響，

較少是針對學童閱讀動機之引發及閱讀行為之習慣養成，因此，本研究擬針對國

小二年級學童，探討晨讀十分鐘對學童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影響，以其提高其

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並作為日後教師教學之參考。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與相關文獻，採用準實驗研究中的「不等組前後測設

計」，以台中縣某國小二年級兩班學童，一班為實驗組，另一班為控制組，兩班

學童導師均配合學校圖書館的閱讀推廣活動，鼓勵學童閱讀。實驗組學童除了一

般閱讀推廣活動外，以每週一至週五五天，每天早修十分鐘，進行為期十五週，

總共七百五十分鐘的晨讀十分鐘活動。活動前針對兩班學童實施前測，活動結束

後實施後測，以比較活動實施前後兩組學童及實驗組不同背景變項在閱讀動機與

閱讀行為的差異情形。其研究設計如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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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設計圖 

 

二、研究變項 

（一）自變項－實驗處理（組別） 

學童到校後，每天早上 7:30~7:40 的十分鐘時間中，實驗組進行晨讀

十分鐘之閱讀活動，而控制組則由級任導師進行聯絡簿的查閱、作業訂

正、寫早修作業等非閱讀活動。 

（二）依變項 

1.閱讀動機：以受試者在「閱讀動機量表」中所得的分數為指標，分

數愈高代表其閱讀動機愈強。 

2.閱讀行為：以受試者在「閱讀行為量表」中所得的分數為指標，分

數愈高代表其閱讀行為愈強；並輔以「晨讀活動回饋單」加以說明學童之

閱讀行為。 

（三）控制變項 

實驗組 控制組 

前測 前測 
閱讀動機量表 

 

閱讀行為量表 

晨讀十分鐘 導師時間

晨讀活動回饋單

後測 後測 

閱讀動機量表 

 

閱讀行為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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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在經過與級任導師充分溝通研究的目的與方式後，實驗組及

控制組的活動進行皆以該班級任導師實施。 

2.閱讀書籍：由研究者向國立台中圖書館統一借適合國小二年級學童

閱讀的書籍以利閱讀活動進行。 

3.統計控制：兩班學童雖然經過常態編班，但為避免選樣誤差，進行

前測，以「閱讀動機量表」及「閱讀行為量表」之前測分數為共變數，排

除兩組實驗前之差異。且兩班學童均在導師時間進行施測，皆由研究者主

持進行。 

 

三、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中縣某國小二年級兩班學童為研究對象，該校二年級以常態方式

分班，隨機分派一班為實驗組，人數為 28 人，男 14 人，女 14 人，在週一到週

五上學日之早修時間進行晨讀十分鐘活動；另一班為控制組，人數為 26 人，男

13 人，女 13 人，也在同一早修時間進行一般導師時間活動。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共有四種，分別為自編之「閱讀動機量表」、自編之「閱

讀行為量表」、「圖書借閱紀錄統計表」及「晨讀活動回饋單」，分別說明如下： 

（一）閱讀動機量表與閱讀行為量表 

1.量表架構 

（1）閱讀動機量表架構 

 根據趙維玲（1992）所發展之「國小學童閱讀動機問卷」及黃馨儀（1992）

所編製之「國小學童閱讀動機量表」，加以修正而成，將閱讀動機分為閱讀內在

動機與閱讀外在動機兩個面向，「閱讀外在動機」包含閱讀效能、閱讀好奇、閱

讀投注、閱讀挑戰、閱讀重要性、為抒發情緒而讀等六個向度；「閱讀內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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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包含閱讀中的競爭、為認同而讀、因順從而讀、為成績而讀、為社交理由而讀

等五個向度。 

（2）閱讀行為量表架構 

本量表係由研究者依據張怡婷（2002）及蔡育妮（2003）所發展之「閱讀行

為量表」之架構，發展本量表架構包含有閱讀頻率、閱讀時間、閱讀主動性與閱

讀分享四個向度。 

2.預試問卷的編製過程與修訂 

確定量表架構後，研究者依據量表架構，再參酌趙維玲（1992）所發展之「國

小學童閱讀動機問卷」、黃馨儀（1992）所編製之「國小學童閱讀動機量表」及

林慧娟（2008）製成之「閱讀動機量表」題目及張怡婷（2002）及蔡育妮（2003）

所發展之「閱讀行為量表」題目，進行編擬量表初稿，經指導教授檢視量表題目，

並請兩位南華大學幼教所教授及一位低年級教師審核題目，力求題目陳述口語

化，將與量表架構不符、題意不清或語句過於艱澀難懂者予以刪修。「閱讀動機

預試量表」題目共 35 題，「閱讀行為預試量表」題目共 12 題，全數均為正向敘

述，且量表呈現皆已注音字體呈現，以利學童閱讀。 

3.施測方式 

兩量表施測採團體實施方式進行，於施測時逐題唸出題目，以利學童作答，

總施測時間為 40 分鐘，包括施測前，先說明填答目的與填答方式，增加學童作

答的動機，避免受試者因不了解題意和填答方式或因讀題速度較慢，而作出與實

際情形不符之回答。 

4.計分方式 

「閱讀動機預試量表」及「閱讀行為預試量表」採 Likert 式四點量表形式，

由受試者根據其自身對閱讀的實際想法，勾選適當的選項。為了使學童對量表上

的題目能具體理解，參酌林慧娟（2008）之「閱讀動機量表」呈現方式，設計題

目中假設有一位與受試學童相同之二年級學童亮亮，作為學童之參照對象，故選

項依照題意，分別為「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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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與「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四個等級，計分依次

可得 4、3、2、1 分。且為使學童能更加理解各選項間之差異程度，在各選項之

右方再加上長短程度不同之長條圖案輔助說明，以使題意、選項更加具體化。 

5.預試之實施 

預試樣本選取自同一國小二年級實驗組與控制組之外的四個班級，共有 115

名學童，於民國 97 年 11 月中旬進行預試，回收問卷共 115 份。 

6.因素分析、信度分析與分量表總分之相關 

回收問卷經統計分析結果，探討各題目描述統計數、各分量表題目和總分摘

要統計數、各題目分別與兩個分量表的相關、各分量表題目的主成分分析負荷

量、刪除該題後之 Cronbach α 係數、各題目與量表總分的相關等數據進行選題。

主要依據以下五個原則選題（吳明隆，2007）：（1）刪除與所屬分量表相關比其

他分量表相關為低的題目；（2）選取主成分分析因素負荷量大的題目；（3）刪除

去除後 ALPHA 係數提高的題目；（4）選取量表架構和各分量表細類具代表性之

題目，根據選題原則選取「閱讀動機預試量表」閱讀內在動機與閱讀外在動機兩

個面向各八題，共 16 題，分別為內在動機第 3、5、12、15、17、19、20、21 等

八題；外在閱讀動機第 22、23、25、26、27、32、33、35 等八題，第 28 題因其

與外在閱讀動機之相關較與內在閱讀動機之相關為低，故將其刪除。（） 

「閱讀行為預試量表」之選題原則如同「閱讀動機預試量表」，而其選取題

目共 7 題，分別為第 1、2、4、6、8、10、12 等七題。 

7.正式施測之實施 

在準實驗研究開始前一週及結束後一週進行前後測，對象為經實驗處理之實

驗組與控制組學童 54 名，回收問卷共 54 份。 

8.信度 

「閱讀動機預試量表」經因素分析、信度分析與分量表總分之相關處理刪題

後形成「閱讀動機量表」（附錄一），將保留之題目再以 SPSS 10.0 版之信度分析，

其 Cronbach α 係數為 0.9148，而閱讀內在動機分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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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77，閱讀外在動機分量表之 Cronbach α 係數為 0.8347，可見本量表之內部一

致性甚佳。 

「閱讀行為預試量表」經與「閱讀動機預試量表」相同程序分析後，亦將保

留之題目形成「閱讀行為量表」（附錄一），再以 SPSS 10.0 版之信度分析，得

Cronbach α 係數為 0.8114，其 Cronbach α 係數較原預試量表降低是因為顧及量

表架構進行刪題之結果，但本量表之內部一致性尚佳。 

（二）晨讀活動回饋單 

本晨讀活動回饋單由研究者自行設計，共有七個半開放性問題，在晨讀活動

課程結束後，由每位學童填寫，以了解學童對晨讀活動的看法，及自身經這樣的

活動後是否有所改變，對課業學習上或是自身情緒管理上是否有所轉變。 

 

五、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 

本研究中之資料分析與處理使用 SPSS 10.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資料共有

以下兩部分： 

（一）閱讀動機量表與閱讀行為量表 

「閱讀動機量表」及「閱讀行為量表」屬於連續變項，以「組別」為自變項，

分別以實驗組及控制組兩組學童之「閱讀動機量表」與「閱讀行為量表」前測分

數為共變數，進行共變數分析，以比較「不同實驗處理」的學童，在晨讀十分鐘

活動後其「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效果差異。 

另實驗組學童再依「性別」為自變項，以前測分數為共變數，進行共變數分

析，以探討「不同性別」的學童，在晨讀十分鐘活動後其「閱讀動機」與「閱讀

行為」之效果差異。 

（二）晨讀活動回饋單 

在晨讀活動課程結束後，由實驗組學童填寫，研究者經回收後加以統計，使

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學童對晨讀十分鐘的想法及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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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分析 

一、晨讀活動後閱讀動機差異分析 

（一）實施晨讀活動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的閱讀動機差異分析 

此部分以實驗組、控制組之組別為自變項，兩組學童在「閱讀動機量表」的

前測成績為共變量，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單變量共變數分析。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在「閱讀動機量表」的前後測比較如表1，實驗組前測

分數為50.11，後測分數為54.61；控制組的前測分數為49.38，後測分數為50.42。 

單因子單變量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2，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於晨讀活動在

後測分數表現達顯著差異，F(1,51)=4.41，p=.041。顯示實驗組學童之閱讀動機顯

著大於控制組學童之閱讀動機。 

 

 

表1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在「閱讀動機量表」的前後測平均數與標準差 

處理 人數 前測  後測 

 N M SD  M SD 

實驗組 28 50.11 7.13  54.61 11.89 

控制組 26 49.38 9.3  50.42 8.84 

 

表2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在「閱讀動機量表」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迴歸係數） 199.91 1 199.910 4.41 .041＊ 

組內（誤差） 2312.03 51 45.33   

＊p＜.05 

 

（二）實施晨讀活動後，實驗組學童中，不同性別學童在閱讀動機的表現上有無

差異 

此部分以性別為自變項，男女學童在「閱讀動機量表」的前測成績為共變量，

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單變量共變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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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女學童在「閱讀動機量表」的前後測比較如表3，男生前測分數為44.79，

後測分數為53；而女生的前測分數為55.43，後測分數為56.21。 

 

表3 實驗組學童中，男生與女生在「閱讀動機量表」的前後測平均數與標準差 

處理 人數 前測  後測 

 N M SD  M SD 

男 14 44.79 12.74  53 6.25 

女 14 55.43 8.64  56.21 7.81 

單因子單變量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4，男生與女生於晨讀活動在後測分數

表現上達顯著差異，F(1,25)=4.88，p＝.03。顯示在晨讀活動前後，男生閱讀動機

的差異顯著大於女生閱讀動機的差異。 

 

 

 

表4 實驗組男生與女生在「閱讀動機量表」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迴歸係數） 403.795 1 403.79 4.88 .03＊ 

組內（誤差） 2067.03 25 82.68   

＊p＜.05 

 

二、晨讀活動後閱讀行為差異分析 

（一）實施晨讀活動後，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的閱讀行為差異分析 

此部分以實驗組及控制組組別為自變項，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在「閱讀行為

量表」的前測成績為共變量，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單變量共

變數分析。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在「閱讀行為量表」的前後測比較如表5，實驗組前測

分數為22.04，後測分數為23.11；而控制組的前測分數為21.92，後測分數為22.42。 

接著進行單因子單變量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6，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於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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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活動在後測分數表現上沒有差異，F(1,51)=.38，p＝.53。 

表5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在「閱讀行為量表」的前後測平均數與標準差 

處理 人數 前測  後測 

 N M SD  M SD 

實驗組 28 22.04 4.26  23.11 4.56 

控制組 26 21.92 4.00  22.42 3.80 

 

表6 實驗組與控制組學童在「閱讀行為量表」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迴歸係數） 5.45 1 5.45 .38 .53 

組內（誤差） 725.57 51 14.22   

 

（二）實施晨讀活動後，實驗組學童中，不同性別學童在閱讀行為的差異分析 

此部分以性別為自變項，男女學童在「閱讀行為量表」的前測成績為共變量，

後測成績為依變項，進行獨立樣本單因子單變量共變數分析。 

男女學童在「閱讀行為量表」的前後測比較如表8，男生前測分數為19.57，

後測分數為21.86；女生的前測分數為24.36，後測分數為24.91。 

單因子單變量共變數分析，結果如表9，男生與女生於晨讀活動在後測分數

表現上達顯著差異，F(1,25)=8.47，p=.007。顯示在晨讀活動前後，男生閱讀行為

的差異顯著大於女生閱讀動機的差異。 

表8 實驗組學童中，男生與女生在「閱讀行為量表」的前後測平均數與標準差 

處理 人數 前測  後測 

 N M SD  M SD 

男 14 19.57 4.13  21.86 4.77 

女 14 24.36 3.41  24.91 2.95 

 

表9 實驗組學童中，男生與女生在「閱讀行為量表」分數之共變數分析摘要表 

變異來源 離均差平方和 自由度 均方 F值 p值 

組間（迴歸係數） 127.50 1 127.50 8.47 .007＊＊ 

組內（誤差） 376.01 25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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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1 

 

三、學童之實際閱讀狀況 

此部分以結構式訪談問卷「晨讀活動回饋單」呈現，其結果經由描述性統計

分析，單選題的部分其結果如下表 10。得知有 79％之學童喜歡晨讀十分鐘的活

動，而其原因多為可以看很多書或變聰明，21％的學童不喜歡晨讀十分鐘的活

動，原因多為不喜歡看書；93％的學童喜歡老師準備的書，原因多為書很好看、

很有趣，7％的學童不喜歡老師準備的書，原因多為書不好看、想自己借；有 75

％的學童覺得自己比以前愛看書，原因是書都很好看、現在的書比以前好看，25

％的學童覺得自己沒有比以前愛看書，因書很厚、不要看書。 

 

表 10 「晨讀活動回饋單」之單選題描述性統計及原因說明表 

 人數 百分比（％） 原因（最多學童認為） 

1.你喜歡晨讀十分鐘的活動嗎？    

喜歡 22 79 
可以看很多書、可以變聰

明 

不喜歡 6 21 不喜歡看書、晨讀要很久

2.你喜歡老師為你準備的書嗎？    

喜歡 26 93 很好看、內容有趣 

不喜歡 2 7 書不好看、想自己借 

4.你覺得自己比以前愛看書嗎？    

有 21 75 
書都很好看、以前的書比

較不好看 

沒有 7 25 
書很厚、不要看書、沒有

去借書 

 

複選題的部分，其結果如下表 11。約有 65％以上的學童感覺早上到校晨讀

十分鐘後，會讓這一天感覺更有精神、更快樂、更想上課學習，亦想把那本沒看

完的書看完，而約有低於 21％的學童在晨讀後覺得疲累、想睡覺、不想上課、

看書等；有 72％的學童覺得晨讀十分鐘時間太短，54％學童覺得晨讀十分鐘活動

中看的書太少，86％的學童希望可以自己選書看，而約有低於 17％的學童覺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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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太無聊或希望不要進行這項活動；約有 71％以上的學童覺得自己的學習情

形改變成有空自己會看書或比較想讀書，而大約 60％以上的學童變得上課比較

認真或比較想讀書，另外則有 25％的學童覺得變得不喜歡上課；有 93％的學童

覺得自己比以前快樂，90％的學童覺得自己比以前更看得懂書，68％的學童比以

前想和同學一起玩。 

 

 

 

 

表 11 「晨讀活動回饋單」之複選題描述性統計表 

題目 人數
百分比

（％）
題目 人數 

百分比

（％）

3.你覺得早上到校後要晨讀，會

讓你這一天有何感覺？ 
  

5.你覺得晨讀十分鐘的活

動有什麼要改進的地方？ 
  

有精神 22 79 時間太短 20 72 

想把那本沒看完的書看完 20 72 看的書太少 15 54 

快樂 19 68 看的書太無聊 5 17 

更想上課學習 18 65 希望可以自己選書看 24 86 

更想看其他書 18 65 不要進行這項活動 4 14 

很疲累 3 10    

想睡覺 6 21    

不想上課 6 21    

不想看書 5 17    

不喜歡看書 3 10    

7.你覺得自己的行為有什麼改變

嗎？ 
  

6.你覺得最近自己的學習

情形有什麼改變嗎？ 
  

比以前快樂 26 93 上課比較認真 17 61 

比以前想和同學一起玩 19 68 比較想讀書 20 72 

覺得自己比以前更會看得懂書 25 90 比較會想聽師長說了什麼 19 68 

   有空會自己去看書 22 79 

   不喜歡上課 7 25 



 
 
 
 
 
 
 
 
 
 
 
 
 
 
 
 
 
 
 
 
 
 
 
 
 
 
 
 
 
 
 
 
 
 
 
 
 
 
 
 
 

 

晨讀十分鐘對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研究 

幼兒教育研究(第二期)，2010.06 

95 

 
伍、結論與建議 

本章將針對本研究結果，依據研究目的作整體性的摘要敘述，並提出限制與

建議，以供未來研究之參考。 

 

一、研究結論 

根據待答問題來歸納整個研究的發現，分成四個部分來說明：一、晨讀十分

鐘活動有助於提升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動機；二、晨讀十分鐘活動對國小二年級

學童閱讀行為有正向影響；三、晨讀十分鐘之活動對男童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

助益高於女童；四、實驗組學童，學童之實際閱讀狀況有正向改變。 

（一）晨讀十分鐘活動有助於提升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動機 

本研究由「閱讀動機量表」所分析的結果顯示，在經過晨讀十分鐘活動的實

驗處理後，實驗組學童閱讀動機的得分顯著優於控制組的學童，亦即晨讀十分鐘

活動有助於增進學童的閱讀動機。 

（二）晨讀十分鐘活動對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行為之影響無顯著差異 

本研究由「閱讀行為量表」所分析的結果顯示，在經過晨讀十分鐘活動的實

驗處理後，未達顯著差異。 

（三）晨讀十分鐘之活動對男童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助益高於女童 

實驗組學童，以不同性別為自變項，以「閱讀動機量表」及「閱讀行為量表」

後測分數為依變項所分析的結果顯示，男生在「閱讀動機量表」及「閱讀行為量

表」前後測分數差異顯著高於女生，亦即晨讀十分鐘之活動對男童閱讀動機與閱

讀行為之助益高於女童。 

（四）接受晨讀十分鐘活動之學童中，其實際閱讀狀況有正向改變 

根據晨讀活動回饋單數據分析得到以下結論：1.國小二年級學童喜歡晨讀十

分鐘的活動，2.學童喜歡閱讀老師準備的書籍，3.早上到校後晨讀，會讓學童感

覺快樂、有精神、想學習，4.晨讀十分鐘活動進行後，讓學童感覺自己比以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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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書，5.學童覺得晨讀十分鐘的活動時間太短、看的書太少並希望可以自己選書

看，6.學童覺得自己的學習情形變得會較主動去看書、上課也比較認真會想聽老

師說了什麼，7.學童覺得自己比以前更看得懂書、更快樂也更想和同學一起玩。 

大多數的學童對於晨讀十分鐘皆抱持正向的看法，且感覺對自己的閱讀狀況

及學習情形亦有正向的影響，因此為晨讀十分鐘閱讀方式奠定下可以被學童所接

受、是可行的並對學童會有正向的影響及改變之活動。而少數對晨讀十分鐘較抱

持負向看法的學童，如有不想再看書，書太厚或不喜歡、不想上課的情形，則由

班級導師協助進行個別輔導及瞭解其原因。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僅以台中縣某國小二年級中之兩個班級為研究對象共 54 人，因各校

學童間之家庭背景、學校文化及所處社會環境不同而有所差異，故研究結果之推

論有其限制。 

（二）閱讀書籍 

本研究中所採用之教材，取自國立台中圖書館，所選擇教材雖以適合學童程

度之各種類別書籍以符合學童多元化之興趣，但或許仍與學童自身之喜好有些許

差距，造成閱讀上之限制而影響其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 

 

三、研究建議 

根據晨讀十分鐘活動過程與本研究之結論，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給學校之建議：晨讀十分鐘活動之實施容易，可以成為學校推廣閱讀之活

動之一 

由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晨讀十分鐘活動有助於提升學童之閱讀動機並

對學童之閱讀行為有正向影響，且比起一般之閱讀教學活動準備容易，只要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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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事先規劃好學校之晨間作息時間，提供學童閱讀之材料即可實施。因此若將

晨讀十分鐘的活動納入學校統一的作息時間，不僅提高了學童的閱讀動機，也增

加學童的閱讀量，甚至能改變校園中的閱讀學習氣氛。 

（二）給教師及家長之建議：多主動提供學童閱讀的機會 

由研究結果發現，多提供學童於時間的機會，將會提高其閱讀動機與閱讀行

為，尤其對男童的助益會更大。因此建議教師可以將晨讀十分鐘推廣於班級中或

多給予學童自行閱讀的時間；另建議家長在家中亦可規劃學童自行閱讀的時間與

空間。 

（三）給未來研究之建議 

1.不同閱讀策略之運用 

在本研究中只以晨讀活動為實驗處理方式，並未加入閱讀策略之學習，因此

建議為來研究若再加入不同閱讀策略之使用，可能對學童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

作用有更深之影響。 

2.研究時間的延長 

本研究之研究時間為每天早上，學童到校後7：30分到7：40分十分鐘的時間，

每週天，為期十五週，共750分鐘。雖以比一般實驗處理的時間約400分鐘來得長，

但因在本研究中，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養成需較長之時間，故可能對研究結果

有所限制。 

3.研究對象的改變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國小二年級學童，故研究結果只證明晨讀十分鐘在國小

二年級學童之適用性，但不知在其他年齡學生之適用性如何，因此建議未來研究

可針對研究對象之不同年齡層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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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閱讀動機量表與閱讀行為量表（正式用卷） 

 

 

 

 

 

 

 

 

 

 

 

 

 

班級：   年   班 座號：    姓名：           

我是 □男生 □女生（請在□打√） 

【填答說明】 

1.題目中的亮亮和你一樣，也是國小二年級的學童。 

 

2.題目中所指的「書、看書、課外書」等，都不是上課用的課本，而是各種不同

的課外讀物，包含書本、報紙、雜誌等等都是。 

 

3.每次讀完一個題目之後，就請你寫下一個和你的情形最接近的答案，在□內打

√，並請按照順序作答，不要遺漏了，感謝你的配合。 

 

4. 答案說明，每一題有四種可選擇的情形：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請你選擇與你真實情形最接近的一個答案，在□內打√。答案右邊的圖形是

指你和亮亮的相似程度，如果你和亮亮非常像，陰影的部分最長；如果你和亮

亮大部分像或大部分不像，陰影的部分依序變短；如果你和亮亮非常不像，陰

影的部分最短。 

 

親愛的小朋友，你好！ 

    這是有關於閱讀的問卷，目的是想要從你的答案中瞭解小朋友對閱讀活動的

看法，你的寶貴意見對我的研究來說很重要。這不是考試，所以答案沒有對或錯

的問題，請你依據你的真實情況作答，而你所選填的答案，除了我本人以外，不

會有其他人看到，也不會影響你的學校成績，請你放心作答。感謝你的協助。 

敬祝 

    身體健康，學業進步！ 

南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王炳欽 博士 

研究生：許君穗 敬啟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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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完成下面例題：  

 例題. 亮亮很喜歡自己。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1.亮亮覺得自己如果更能看得懂課外書，會想用更多時間看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2.亮亮喜歡讀一些自己覺得有趣的課外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3.看書時，亮亮喜歡思考想想書中的意思。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4.亮亮覺得看課外書可以學到很多事。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5.亮亮每天都會找時間看課外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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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亮亮覺得看課外書會讓他更快樂。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7.心情不好或覺得生氣時，看書會讓亮亮心情變好。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8.亮亮看到書中圖畫很有趣時，就會想去翻翻看那本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9.亮亮希望他是班上最會看課外書的人。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10.亮亮希望他看的課外書比別人多。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11.亮亮喜歡別人說他愛看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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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家都說看書是一件好事，所以亮亮去看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13.為了得到老師的誇獎，亮亮願意多看課外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14.亮亮看課外書是為了講故事給朋友或家人聽。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15.當同學在討論亮亮不懂的東西時，亮亮會去找和那些東西有關的書來看。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16.因為家人的鼓勵，所以亮亮喜歡看課外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閱讀行為量表（正式用卷） 

1.亮亮喜歡的書都會重複看很多次。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晨讀十分鐘對國小二年級學童閱讀動機與閱讀行為之研究 

幼兒教育研究(第二期)，2010.06 

105 

2.亮亮常常讀自己喜歡的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3.只要有空，亮亮就會主動看課外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4.不用老師叮嚀，亮亮就會主動看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5.亮亮會主動去看老師或同學介紹的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6.亮亮會把自己覺得好看的書介紹給同學。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7.亮亮常常和同學或家人討論課外書的內容。 

  □○1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像         

  □○2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像 

  □○3 我覺得我和亮亮大部分不像 

  □○4 我覺得我和亮亮非常不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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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en-minutes reading in 

the morning on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reading behavior. 
The subjects were fifty-four second grade students from two classes in Taichung 
County .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composed of twenty-eight students), the students 
participated ten-minutes reading in the morning at 7:30~7:40 A.M.. In the control 
group (composed of twenty-six students), the students participated a Tutor Time with 
non-reading activities. Both of the programs were practiced 10 minutes every morning, 
five days a week, for consecutive fifteen week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changes of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and reading 
behavior , the “Reading Motivation Questionnaire” and ”Read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were conducted by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struction. One-way 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ata, with the pre-test used as a covariate to test the hypotheses. Reading 
Feedback Sheet” was used to understand the view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about ten-minutes reading in the morning. The results indicated as follows: 

1.Ten-minutes reading in the morning can enhance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reading motivation. 

2.Ten-minutes reading in the morning on second grade students reading behavior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Ten-minutes reading in the morning helps the more reading motivation and 
behavior of boys than girls. 

4.Ten-minutes reading in the morning increases students’ positively views of 
reading. 

Keywords: Ten-minutes reading in the morning, Reading motivation, and 
Reading behavior 


